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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加入 WTO 後，農業生產結構改變，間接影響農田水利運作與發展。並且隨著社

會的進步，城鄉距離縮短，人們對居住環境景觀及品質要求日高。在此社會背景之下，農

田水利會除了傳統任務外，根據當地條件及居民需求，協助社區改善景觀也成了重要業務

之一。因此在各項整備工程中，紛紛改變原來單以混凝土施工的方式，改採兼顧動植物、

微生物生長與棲息環境的近自然生態工法來施工。而日本的土地改良區與台灣的農田水利

會相同，都正處於順應時代潮流的轉型期中。農村水利設施更新改善如何兼顧環境與生態

以順應世界趨勢；要如何串聯農村與都市之生活網，以促進農村蓬勃發展並營造適合人類

生活與生物棲息之舒適空間，尤其是其所關心的議題。我國與日本同為亞洲水稻栽種國家

並處在相同的國際脈動中，而日本所面臨之變革速度較我國快，故其現階段的調整因應策

略與作法，特別是在生態工程推動上之相關技術與配套措施、管理機制等經驗值得我方借

鏡。 

貳、日本之時代背景與動向 
自從地球高峰會議提出生物多樣性之主張後，日本歷經了近自然、多自然工法的推動

與應用、生態環境考量概念的形成與應用等兩大階段，實際應用在河川整治、城鄉改造以

及土地改良事業等方面，而有著顯著的成效。 

為了著實推動生態及環境相關之施政作為，自民國 81 年地球高峰會後，日本在 1999
年修訂了農業的基本大法－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因應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之規

定隨之在 2002 年進行了土地改良法的修訂，而在民國 92 年更有新、生物多樣性國家戰略

之擬定、自然再生推動法之施行及農林水產環境政策基本方針之訂定，在民國 93 年尚有文

化財保護法的修訂及景觀法的制定等與環境相關之施政措施。 

而土地改良法修訂的背景一是與農業發展與推動直接相關之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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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之規定－土地改良事業實施時必須考量與環境之調和性；其次是農村區域持續的混

居化，使農村逐漸轉變成非農家佔多數的農村，故必須實施可得到區域全體理解的事業；

再者是為了維持糧食的安定供給、農業的持續發展，對於維護更新改善經費超過 22 兆日圓

之土地改良設施，在辦理程序上須適當修改，以達到實施公共事業時之效率化、效果化。

從地球高峰會議後，日本農林水產省所推動環境考量之相關措施計有：在民國 83〜84 年創

辦自然環境保全事業、農村自然環境整備事業，並在國民 86 年完成考量生物保全之農業水

利設施整備手法一書。接著在民國 88 年修訂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並在民國 90〜94
年在日本全國推動生態系保全型水田整備推進事業。因應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之規定，

在民國 91 年修訂了土地改良法，並在民國 91〜93 年分別完成環境考量施工調查規劃設計

手冊(第一篇)、(第二篇)及(第三篇)，進而在民國 95 年彙整完成生態系保全型水田整備推進

事業各區總報告以及完成環境考量施工調查規劃設計技術指針與農業農村整備事業之景觀

考量手冊的編撰。並預計在新的年度(民國 96 年)在日本全國全面實施「提昇農地、水、環

境保育對策」、推動化學肥料及化學合成農藥使用的減量及依法實施生態農家 (Eco-farmer)
的認定等政策。 

參、環境考量下施工調查規劃設計手冊簡介 
三冊手冊的內容甚多且多屬細節，故在此將提示的是與一般之施工調查規劃設計有所

不同的部份，主要分為手冊的目的；調查規劃、設計的流程；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環

境諮詢員；環境考量檢討會；區域居民的共識形成；緩和五原則以及具體的考量工法案例

等。 

一、手冊的目的 
本手冊是以地方與農業農村整備事業有關人員為對象，在其擬定與環境有關之調查、

規劃與設計時，能在其內容中適當考量與環境之調和性，所彙整而成者。  

說明 1：依據土地改良法的修訂實施（民國 91 年 4 月 1 日），與環境相調和的考量已經被

當成土地改良事業的原則加以明確的定位。因此所有農業農村整備事業從調查階段

開始，就必須考量與環境的調和性。 

說明 2：手冊中以自然環境為主要的處理重點，並以在適當的維護管理下才得以成立之二

次性自然為基準。 

說明 3：從事業的構想階段到調查、規劃擬定，實施的所有階段，須依區域居民的意向來

執行事業與確立維護管理計畫。 

重點：農業農村整備事業是以提高農業生產性、增加農業總生產、改善農業構造為目的，

必須儘可能考量與環境的調和性。 

二、調查規劃、設計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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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順利且有效率地實施考量與環境相調和之事業計畫與事業，除了以往的程序外，

必須再加入來自新觀點的方法。  

重點：由於環境考量與提高農業生產性有相牴觸的地方，因此必須考量兩者的平衡點，

並促使在該區域能夠達成共識。 

三、田園環境整備主計畫 
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是鄉市村鎮擬定與環境相調和之考量有關的基本方針。 

此外農村環境計畫是被定位為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的上位計畫。此外農村環境計畫

是被定位為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的上位計畫。 

說明 1：在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中彙整了環境概況及土地改良設施對環境之功用、評價、

議題等，並彙集了區域居民及學者專家的意向。 

說明 2：分區規劃圖中區分有環境考量區域與環境創造區域。環境創造區域是指透過工程

在形狀上“創造物件”的區域。例如以魚巢塊等施作護岸的水路；設定為土水路區間

的水路；以木柵等施作護岸的水路；有不規則斷面（靜水區）的水路；創造有斜坡

的水路：緩坡落差工等的灌排水路設施；邊坡進行綠化的道路；確保小動物之移動

路徑的道路；實施植樹的區域等。環境考量區域是指移動、移植等不殘留形狀之“行
動”區域。例如變更法線留下現有道路、水路之路線；工程前移動動物、植物的區

域；工程中確保水流的水路；使用低噪音機種的工事區域；將平地林留存的區域；

將既有設施的土壤搬移、復原的路線等。 

四、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 
重點：有關各鄉市村鎮所擬定之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所圖示區分之環境考量區域、環境

創造區域，要如何來考量環境因素應予以確實掌握 

五、環境諮詢員 
為了實施考量與環境相調和之事業，檢討要如何調查、規劃，實施下去之際，與擁有

和環境相關之專門知識的各方人士進行諮詢是很有效的方法。 

重點：從區域的小中學老師及了解生態系的人士獲得建言也是很有效的手段。 

六、環境考量檢討會 
為了適當地展開考量與環境相調和之事業，關於環境考量之內容及決定過程應具有高

的客觀性、透明性，並確保說明責任。因此，在環境考量檢討會進行意見交是很重要的。 

說明 1：關於團體營事業需在有關之各鄉市村鎮設置 

說明 2：環境考量檢討會的常任委員應視需要進行現地調查並加以檢討。 

說明 3：舉辦的時機與意見交換內容分別為：(1)生態系調查後：關於調查結果、關於稀有

生物的確認、關於環境考量的方針（緩和５原則）；(2)環境考量的方法(草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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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關於環境考量的方法(草案)、關於維護管理方法；(3)工程完了後：關於監

測調查結果、關於今後的環境考量（修正、維護管理等）。 

重點：透過與環境考量檢討會的意見交換來謀求相互間的理解。 

七、區域居民的共識形成 
在達成區域居民的共識下，實施問卷調查及舉辦工作會等是有效的手段之一。 

重點：分別在構想到調查、計畫擬訂、設計及實施的各階段中，努力與區域居民達成共識，

在確認共識內容及維護管理等的角色分擔下，來逐漸提高其成熟度是很重要的。 

八、緩和5原則 
選定考量與環境相調和之對策時，原則上須依據緩和 5 原則來實施。又，在適用緩和

5 原則之際，應從確保提升農業生產性等事業目的的影響及費用、維護管理等觀點，依序

檢討實施的可行性，選定最適當者。此外，在田園環境整備綱要計畫中，可大致決定應適

用之原則。 

說明 1：緩和 5 原則包括迴避、最小化、修正、影響的減輕及補償等 5 項考量原則。 

九、具體的考量工法案例 
迴避：在冬季水也不會乾涸而有眾多生物棲息之水邊空間，避免更新改善，將其當成水邊

的生態棲地予以保全，並可提供作為恢復生物棲息空間時之用。 

迴避：以位於雜木林內之湧水池為水源的圃場整備事業，透過對多種生物棲息空間的現況

保存來保全生態系。 

最小化：考量在幹線排水路施作混凝土柵渠會對水邊生物的影響，在局部地方以井框＋投

入卵石來創造孔隙、魚類的躲藏處、休息處所。施工後經確認有斯氏莫羅鱥等的

棲息蹤跡。（護岸之工法變更） 

最小化：在水路底預估會遭到沖刷的區段鋪設混凝土工，在考量地下水的涵養、水最小化：

路構造的多様性下，以卵石鋪設水路底來對應之。（水路鋪設之構造變更） 

最小化＋修正：為了使源氏螢及小魚等的棲息地不致隨著圃場整備事業消失，水路護岸改

以砌卵石為之。又設置了不規則的灣岸，並引進水生植物。（護岸的工法變

更＋設施的設置）  

最小化＋修正：在排水槽採用混凝土Ｕ型柵渠。而水路底則採用可促進水生植物生長之構

造。（構造的變更＋植生的設置） 

修正：若是一般的落差工，魚類無法溯流而上，在生態廊道網路遭截斷的水路中，以可形

成多階梯式落差之墊籠製造隔壁來建構出 Step and Pool 的構造。（魚道機能的設置） 

修正：因圃場整備事業而使河川被直線化，在考量淺瀬及深淵等較大的變化下，設置了「井

框沉床工」「灣岸」。（設施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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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在一般的落差工情況下，枯水時魚無法溯流而上，水路之廊道網路遭到阻斷。考量

水路中所棲息之魚類而採用多階梯式構造。（落差構造的變更） 
修正：由於混凝土柵渠工的施作使得水路空間呈現劃一的單調性。在水路用地內形成小型

灣岸，透過賦予水邊構造的變化，在垂直護岸較多的水路之中創造出與其它不同的

空間。（設施的設置） 

修正：考量水路中所棲息的魚類，透過現場產生之資材（Ｕ型水路）的再利用，將水路彎

曲處的水槽部位當成溯流而上之魚類的休息場。（設施的設置） 

修正：相對於內面工水路所產生的固定式水流，為使魚類的溯流而上較為容易，設置了數

公分的隔壁，形成水池區並賦予水流的變化。（設施的設置） 

修正：相對於因水路的直線化導致水流的均一化，在考量魚類的溯流而上後，將排水路的

側壁交互拓寬，設置灣岸。（設施的設置） 

修正：以具孔隙之混凝土石頭塞滿於空隙中形成魚巢，創造及提供水生生物生存棲息的必

要空間。 

修正：因圃場整備事業而使直立樹木等遭到砍伐，在考量鳥類移動網路遭到阻斷的狀況下，

在道路、水路邊種植棲木，試圖修正移動網路。 

修正：將圓柱錐沿對角線對半切割後並排，讓水流的變化能顯現出．以助長小魚往上游的

回遡。 

修正：常用於廣大的水田地區，田中常保持有湛水者適宜，此為水田中簡易的魚道設置，

可保護生物生存及棲息空間並使生息狀況持續進行。(廊道修復) 

減輕：為避免因水路工程而導致河川中所棲息之魚類等銳減，在事前進行捕捉使其可以暫

時避難 。 

減輕：為避免因水路工程為了防止因圃場整備事業而使植物（彼岸花）遭到全滅，在工程

前先採收、假植球根，待工程完成後再移植到道路坡面處。 

減輕：為了避面因水路工程導致在此棲息之貝類（蜆、川蜷等）及水生植物（實栗、線葉

藻）的全滅，在事前先移植、移動到別的場所。 

補償：將河川中所棲息之魚類的棲息空間，在剩餘地加以確保。  

十、結語 
必須推動生物普查，指出指標性物種，調查出該物種之生活史等，才能作為生態工程

推動與施作上考量的依據。 

此外，應儘速推動透水性(生態)混凝土塊的研發，以彌補自然石的不足。而且因透水性

混凝土塊的硬度及孔隙率的控制等，除可節省割草人力外，亦可控制植物(草)的生長長度。

再加上其施工容易，材料及施工費用比砌石工、格框工便宜，甚至可能低於傳統混凝土工，

應有利於施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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